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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朝鲜族传统音乐的发展现状与展望
王薪舒

（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66）

摘要：音乐是民族艺术文化的心声，也是民族精神面貌的

重要体现。黑龙江朝鲜族自迁入起，就繁衍生息在这边土地上，

其音乐与其他民族音乐艺术相借鉴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显著

民族特色的音乐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

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无疑对朝鲜

族传统音乐的发展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基于此，本文分析了黑

龙江朝鲜族传统音乐的发展、生存现状以及影响朝鲜族传统音

乐发展的因素，并据此，对黑龙江朝鲜族传统音乐的发展进行

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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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中叶开始，由于朝鲜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加上朝

鲜北部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食不果腹的朝鲜居民为求生存迁移

至黑龙江地区，离开了故土的朝鲜族人民将故国的思念及对新生

活的向往寄托在了朝鲜族音乐中。

因此，传统音乐在朝鲜族人民的心中，不仅是一种休闲娱乐

的方式，也是朝鲜族特有的文化载体。研究黑龙江朝鲜族传统音

乐的发展现状，并对其未来进行展望，不仅是为了保护民族音乐

文化，也是为了守护朝鲜族人民的精神世界，让他们的民族文化

得以传承。

一、黑龙江朝鲜族传统音乐的发展

朝鲜族的传统音乐随着朝鲜族人民迁入我国至今，先后经历

了移民时期、百家争鸣时期、审视研讨时期与再审视时期。移民

时期又分为移民初期、移民中期与移民后期，这个阶段朝鲜族传

统音乐主要以发展为主。

20 世纪初期，国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找到

传统音乐的发展途径，我国艺术工作者组织了多次学术研讨会。

为此，多家朝鲜族演出单位和文化馆组织了许多会演与大赛，这

对朝鲜族传统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朝鲜族传统音乐的发展进入了研讨与审视时

期，这个阶段是百花争鸣的补充，在此时期，我国对于传统音乐

的发展仍旧十分重视。针对朝鲜族传统音乐，黑龙江省也成立了

工作委员会。音乐工作者们掀起了寻根浪潮，针对黑龙江朝鲜族

的音乐发展，音乐工作者们收集，整理并发表出版了诸多研究成果，

为黑龙江朝鲜族传统音乐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

1993 年至今，黑龙江朝鲜族传统音乐的发展进入了再审视时

期，这个阶段主要以传承与保护为主。因此，这一时期音乐工作

者所发表的论文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将朝鲜人民的审美元素，融入到传统音乐中，进行再

创作。

其二，将西方音乐的创作艺术运用于朝鲜族传统音乐中。

其三，将朝鲜族传统音乐与西洋乐器相结合。

这些突破使得黑龙江朝鲜族传统音乐的形式更加丰富，对传

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二、黑龙江朝鲜族传统音乐的现状

（一）朝鲜族传统音乐的生存空间渐少

伴随着朝鲜族人民的迁入，传统音乐也流传至黑龙江地区，

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与其他民族音乐艺术相借鉴、融合，发展

和创新本土传统音乐艺术，逐渐形成了具有显著民族特色的音乐

形式。

由于黑龙江朝鲜族群众主要以农耕为主，因此，其传统音乐

也具有鲜明的农耕色彩。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社会

结构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变革。

黑龙江朝鲜族的传统社会结构也被瓦解，部分青壮年走上了

去国外以及国内沿海地区打工之路。这使得歌声嘹亮、充满欢声

笑语的黑龙江朝鲜族传统村庄逐渐没落，留守的几乎都是老人和

孩子。传统音乐的没落在这种情况下也成了必然趋势。

此外，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人们不出门就知天下事，

黑龙江朝鲜族的青少年通过网络媒体了解世界的过程中，直接或

间接受到其他音乐形式的冲击，音乐喜好与审美不再拘泥于朝鲜

族传统音乐。这些因素使得目前黑龙江朝鲜族传统音乐生存空间

逐渐减少。

（二）朝鲜族传统音乐的传承出现问题

文化的传承离不开教育，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黑龙

江朝鲜族传统音乐逐渐没落的主要原因也是教育出现了缺失。以

黑龙江尚志市为例，近年来，朝鲜族小学的数量及在校人数一直

处于锐减状态，没有朝鲜族学校和朝鲜族学生，传统音乐的传承

势必出现问题。

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不仅是人口的外流，出生率降低，

还有就是部分朝鲜族家长不愿意再让孩子接受民族学校教育，转

而将他们送入了汉语学校。

这就导致很多朝鲜族的青少年，对本族文化知之甚微，传统

音乐的了解更无从谈起。虽然，对于传统音乐，黑龙江朝鲜族的

老年人依旧抱有热情，他们积极组建老年艺术团，排练节目，参

加演出。

然而，这些传统音乐形式却得不到年轻一代的欣赏与参与，

这样会使黑龙江朝鲜族地区的传统音乐面临传承断层的严重问题。

三、影响黑龙江朝鲜族传统音乐发展的因素

（一）国家政策的影响

朝鲜族是黑龙江省少数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的步伐

始终与国家政策相一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朝鲜族传统音乐在

国家政策的影响下，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

建国初期，在国家领导人的影响下，我国艺术家认识到民族

艺术遗产是民族宝贵的财富，并开始积极收集朝鲜族传统音乐的

资料。这一时期，许多民间艺人也被发现，朝鲜族传统音乐迎来

了发展的高峰期。

随后，针对文艺界，我国推出了百花齐放政策，受此影响，

朝鲜传统音乐也融合西方的唱法，焕发出了新的生机。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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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韩国建交后，两国交流日益密切，朝鲜族也实现了与同宗

同源民族的交流融合。由此可见，黑龙江朝鲜民族传统音乐的发展，

与国家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社会发展的必然

人们的生活质量与传统音乐的发展息息相关，自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的经济结构、人民的生活质量、社会现状等都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黑龙江朝鲜族群众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朝鲜族人民自古是以农耕为主，直到市场经济占据主流，仅

依靠农耕已经无法再满足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因此，近些年朝鲜

族青壮年，离开本土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

人口流动过大，使得传统依托于农耕的民谣失去了传唱的环

境。此外，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得传统音乐与人们的生

活水平不再匹配。为此，朝鲜族传统音乐也逐渐被冲击性更强，

与社会环境以及人们精神需求更为吻合的其他音乐所取代。

（三）人口因素的干扰

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整体经济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

升，但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仍旧存在严重失衡现象。

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黑龙江朝鲜族的中青年，为了改善生

活水平由农村转向乡镇，大中城市，1990 年代中韩建交，部分朝

鲜族群众借由探亲、婚嫁、劳务等形式走出国门，大量的朝鲜族

人口外流，这也使得黑龙江省内朝鲜族老龄化严重。

传统音乐的发展，与人们的生活状态息息相关，人口流失严重，

老龄化加剧，人口呈现负增长等因素，也制约了朝鲜族传统音乐

的发展。

（四）审美需求的变迁

黑龙江朝鲜族传统音乐不仅涵盖着民俗传统，也展现出了人

们独特的审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所接触到的新鲜事物

越来越多，这就使得人们的审美层次一直在发生变化。受欧美音乐、

现代音乐、日韩音乐等因素的影响，朝鲜族人民也在不断调整自

己的审美需求。

此外，互联网的发展，新鲜事物的出现，也使得人们告别了

单一的娱乐模式。而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朝鲜族传统音乐想要

重新走入人们的生活，就势必要跟随人们的审美需求变化而不断

变革。

四、黑龙江朝鲜族传统音乐的展望

（一）依托政府扶持，促进传统音乐发展

由于黑龙江朝鲜族所处的地区相对偏僻，很多年轻人前往了

较为发达的城市工作生活。离开故土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热爱这片

土地，而是为了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如果黑龙江朝鲜族地区经

济变得繁荣，那么背井离乡的年轻人也会愿意回到故乡。

为此，针对黑龙江朝鲜族地区，就需要落实相关政策，加快

经济建设的脚步，如此才能将年轻一代吸引回来，让朝鲜族的音

乐发展后继有人。

黑龙江朝鲜族群众所居住的地方既包括农村，也包括城镇，

在抓好农村经济建设的同时，也需要注重城镇的经济建设，努力

为城镇居民谋求多种发展之路，改变他们的居住环境、就业环境等。

当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有更多的精力充实

精神世界。因此，依托政府扶持抓好经济建设，是促进朝鲜族传

统音乐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发展民族音乐教育，落实文化传承

为使年轻一代更好地融入社会大环境，部分黑龙江朝鲜族孩

子的家长更注重汉语教育，这样不仅不利于传统音乐的传承，也

不利于朝鲜族传统文化的发展。

为改变这种状况，让传统音乐流传下去，黑龙江地区就需要

重视民族音乐教育，编写朝鲜族传统音乐教材，将其添加到朝鲜

族中小学校及朝鲜族幼儿园音乐课程中，学校在第二课堂可增设

民族传统音乐课，鼓励学生学习民族音乐，成立朝鲜族传统音乐

社团，并由社团不定期举办相应的文艺汇演。朝鲜族学生对传统

音乐有了充分的了解，才会喜欢并将其传承下去。

除中小学及幼儿园外，在黑龙江省高校内开设朝鲜族音乐选

修课，吸引朝鲜族学生及其他对朝鲜族音乐感兴趣的年轻人加入

课堂，以便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朝鲜族传统音乐。

（三）开展民俗活动，扩宽生存空间

黑龙江朝鲜族的传统音乐大部分都与民俗活动有关，由于人

们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得目前传统音乐与人们的生活模式格格不

入。想要扩宽传统音乐的生存空间，黑龙江朝鲜族聚集区就需要

多开展民俗活动，将原有的农耕活动还原出来。

此外，朝鲜族艺术馆等部门，也应该通过创设适合不同年龄

段的艺术团等，积极开展传统音乐活动。传统音乐的发展不进则退，

为此，黑龙江地区就需要不断跟随社会进步的角度探索新的发展

模式，如此，朝鲜族传统音乐才能历久弥新，不被历史的潮流所

淹没。

五、结语

综上所述，黑龙江朝鲜族的传统音乐是我国音乐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当前，其发展正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现状。为改变这种

情况，让黑龙江朝鲜族传统音乐得以发展和流传下去，不仅需要

依托政府扶持，促进传统音乐发展，还需发展民族音乐教育、开

展多种民俗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朝鲜族传统音乐。如此，朝鲜

族传统音乐在黑龙江地区的生存空间才能被扩展，迸发出新的生

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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